
本栏目由 与科技日报合办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huwy@stdaily.com

■责编 胡唯元2014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二 KE BAO SHI DIAN 科报视点

■图说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刘 莉

■时评
文·周 畅 姜伟超

正是消费荔枝的旺季，但一些荔枝产地的名贵荔

枝还挂在树上，冒牌荔枝就已在网上热销；“毒豆芽”

消失一段时间后，再次在北方多个城市现身；用香精

水泡制的鲜亮玉米大行其道……在形形色色的“毒

货”“假货”肆意侵袭社会生活，让人们闻之色变的同

时，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与打击却总是屡屡缺位，抑

或姗姗来迟。让市场监管动起来、快起来、硬起来，已

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履职考验和社会呼唤。

近年来，因市场监管滞后导致的事件屡见不

鲜：一些食品企业大量销售过期面粉、奶油等烘焙

类食品原料，有的甚至一、两年后才被发现；乡间死

猪生意持续 8 个月无人察觉，20 余吨病死猪肉流向

餐桌；带有危险化学品的“毒包裹”无检视、无监管，

直到导致收件人死亡后物流行业的种种问题才被

重视。

防患胜于救灾。市场监管哪怕一次小小的疏漏

都可能会带来令人无法预估的后果。无论事后调查

再详细、惩处再严厉，都难以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和

伤害。滞后的市场监管不仅让诚实守信者受损、投机

倒把者获利、违法经营者有空可钻，更是在无形中纵

容了市场的种种不正当行为，严重损害了市场公平准

则，不利于市场发展、不利于百姓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舆论的种种不满和压力，一

些市场监管部门往往津津乐道于事后的所谓“坚决查

处”。但是，这种事后的“严肃查处”看似尽忠职守，其

实恰恰暴露了其有“管”无“监”的疏漏。“九龙治水”使

得市场监管部门职能重叠，导致相互推诿、懈怠，同时

重罚款、轻整改的监管方式，也在无形中抵消了监管

效果，并且使得有些部门有利抢着管、没利让着管，把

利益作为监管的目的。此外，化学品监管、新技术监

管等监管标准缺失、监管程序不够完善等，也导致监

管“盲区”频频出现。

国家发改委在 2014 年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中明

确，重点在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市场监管

改革亟待建立权责明晰、不留死角的监管体系，监管

人员也需与时俱进、积极主动甄别市场新问题，市场

监管更要严防以权谋私，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及时补

全，只有如此，市场监管的“监”才能真正站在“管”的

前面，而不是总跟在后面开罚单。

（据新华社）

市场监管不能总是慢半拍

据中新社报道，6月 28日，恰逢巴西世界杯赛

事正酣，来自巴西的慈善小姐领衔 15 位桑巴舞

者，带领京城游客在北京欢乐谷开启了千人桑巴

热舞狂欢时刻，同时还有来自非洲、美洲、亚洲的

电臀高手激情上演“电臀 PK赛”。

京城上演激情桑巴

电臀大赛吸引眼球

阳光投向大地每个角落的距离都一样，但最早在

清华转化成暖流。引导者，推动者，坚守者，突破者，

清华阳光扮演的角色在变，但其在太阳能光热技术领

域的影响力始终最高。

“我只不过是划了一根火柴，干的是不浪漫的物

理学。”清华阳光首席科学家殷志强的这根火柴一划

就是几十年。如今从高原到盆地，自沿海至边疆，朵

朵太阳之花正安静绽放，而清华阳光的创业身影，早

已凝铸在产业技术的每一次进化之中。

技术鼻祖：“黄埔军校”功不可没
上世纪 80 年代，创业潮席卷中关村，太阳能集热

管产业也在“兵分两路”发展着：

一边是清华电子系教授殷志强埋头于研发，担当

行业技术的启蒙者。1984 年，他发明了渐变铝一氮/

铝太阳选择性吸收涂层——这种采用单阴极磁控溅

射技术，开创世界性先河，使全玻璃真空太阳能集热

管产业化成为可能；1985 年，他与人合作研制出首台

卧式磁控溅射镀膜机。

另一边，同为清华大学电子系教授的薛祖庆，因

为擅长科技成果转化，被派到系里创办的华业公司担

任副总。无项目可做，大家只好蹬着三轮车倒卖录音

录像带等小商品维持。

直到有人提出，殷教授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为什么

不将其产业化？1988年，殷志强出任华业公司总经理，和

薛祖庆一道，就此拉开中国全玻璃真空管产业的大幕。

“当时市场上接受的还都是落后的平板式太阳能

热水器，大家对真空管集热器这一技术很陌生。”清华

阳光前总裁、现启迪控股高级副总裁吴振一告诉笔者，

1989年华业公司凯华全玻璃真空集热管厂筹建，1990年

3万支全玻璃真空集热管下线，但销售却不尽如人意。

为改变“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殷薛二人在清

华免费办了几期太阳能学习班。

大学教授、企业员工，殷志强身份边界很模糊，但

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他们在学术上是权威、在产业里

为“鼻祖”的地位。也正是那份有问必答的无私，培育

了整个行业的未来。

日后大部分学员投身于太阳能热水器事业，大批

自主企业群起。在 2012 年中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年

会暨产业发展二十周年大会的出席名单上，

多位亿万富翁都来自培训班。因而，培训班

被称为太阳能热水器产业的“黄埔军校”。

集热管的销售大为好转，全玻璃真空管

热水器也逐步为人熟识。随着 1991 年第二代镀膜

机——前开门周期永磁溅射镀膜机的研制成功并投入

应用，年产量突破8万支，1992年的15万支也被迅速消

化。同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和北京玻璃仪器厂共同

出资成立了北京清华大学太阳能电子厂。1997年太阳

能电子厂更名为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清华阳光”这个响亮的名字开始走向大众。也是

在这一年，世界首部《全玻璃真空太阳能集热管》国家

标准正式实施，5位起草人中有4位来自清华阳光。

从 1994 年的几千万元销售额到 2002 年的 2 亿多

元，清华阳光成长为行业领头企业。由于清华阳光的带

动效应，我国光热产业也驶入快车道。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技术的支撑，2001年“全玻璃真空集热管、集热器及热

水系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2年，公司完成增资扩股，一轻集团、首钢股份

加盟，组成全新的清华阳光。同年，该公司建成国内

首条太阳热水器自动生产流水线，引导太阳能光热利

用产品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坚守技术：实现全自动化变革
1986年，读研究生的吴振一就曾在太阳能实验室

里洗过热水澡；17 年后，他担任总裁，成为清华阳光

的第二代领导人。

吴振一好文学，擅写诗，但更多的人知道他爱研

究，重创新。在任十年，吴振一坚持技术说话，其本人

也拿到过 15个该领域的相关专利。

2003年，清华阳光发明紫金涂层集热管，吸收比高达

96%，接近理论极限值；2007年，全玻璃热管式真空太阳

集热管在清华阳光研制成功，将太阳能热水器带入安全

时代；同年，清华阳光新一代承压产品“双核舱”问世，成

功解决直插式太阳能热水器承压应用的技术难题。

吴振一调研看到，“半自动化甚至作坊式生产方

式主导着行业，这与该行业的先进性极不相称。”拒绝

“人口红利”，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成为清

华阳光进步的新路径。

吴振一根据企业自身状况，制定“小步快走”战略，在

自动化装备研究上持续投入。2011年，集公司近8年创新

成果于一身的，全球首条集热管自动化生产线落成。

这条自动化生产线克服了玻璃加工行业、磁控溅

射膜层制备以及真空的获得与保持中的许多难点，实

现了集热管生产从手工、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根本

性变革。中国太阳能行业协会领导罗振涛在参观了

清华阳光生产线后表示，“清华阳光让业内人士看到

了太阳能热水器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方向。”

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的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在经

营策略上有很多局限，但清华阳光仍保持着稳步增

长，收入在 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的 3.5亿元。

寻找突破：始终在前沿引领
“整个行业又在看着清华阳光。”文辉说。

但这一次清华阳光不会只顾低头研究。去年，最

大股东清华控股对公司做出调整，将阳光并入启迪控

股，并由启迪旗下的北京亚都科技 CEO 文辉出任清

华阳光总裁。太阳能采暖是清华阳光调整后新的发

力点之一，文辉认为“现在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规模是

一千亿，采暖则是万亿级别。”

此前，国内光热市场貌似是清华阳光负责技术，

其他企业负责挣钱。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注重

技术研发，有的也在清华建立起联合实验室，但是关

于采暖行业的下一步，几乎都在关注清华阳光的动

作。可以预见的是，清华阳光很有可能在太阳能采暖

领域再次担任引导者。

2009年家电下乡以来，零售市场的饱和成为“后遗

症”，对此文辉表示，清华阳光知道渠道是自己的短板，

因此除采暖外，未来重点还要放在深耕工程市场。

2013 年，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开始强制安装太阳

能，凭借这股东风，文辉希望把清华阳光树立成工程领

域的品牌，在产业链每个环节都要做出特色。

文辉希望公司继续将技术作为企业成长的原

动力，依靠产品的先进性与市场化来创造价值，续

写辉煌。

2014 年 3 月初，“全玻璃热管集热器排空式太阳

能供热采暖系统”和“一种新型高效的采暖专用闭式

承压太阳能集热系统”新产品鉴定会召开。清华阳光

两项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双双通过鉴定，表明该企业

在太阳能采暖技术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同时标志着太

阳能采暖技术上迈入新阶段。

这一次，清华阳光又走在了技术前沿。

走近清华科技园之五

清华阳光：以太阳之名 以技术之名
——写于清华科技园成立 20周年之际

据侨报网报道，一名叫 Patrick 的男子用街景

地图给女朋友展示了一下以前工作的地方，没

想到却看到一团熟悉的身影……他发现他 10 年

以前工作时经常喂的一只流浪狗居然出现在地

图里。

男子谷歌地图重温故地

发现狗狗原地苦等十年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林肯郡斯瓦顿

日前举办世界扔鸡蛋锦标赛。据了解，参赛者徒

手将鸡蛋扔过 45米长的赛场，而站在对面的对手

要将鸡蛋接着。

英举行扔鸡蛋比赛

蛋液四溅乐享被砸

据央广网报道，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广州球

迷除了看球，早已不甘寂寞想要来一场属于自己

的世界杯，上千人报名参加在泥浆中举行的足球

比赛。由于比赛是在泥浆中进行，所以参与人员

无需太多技巧，而人在泥浆中翻滚、追逐，会无比

的疯狂。

广州球迷泥地踢球

另类足球重在疯狂

为更好地推进人的城镇化，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1862年 7月，美国颁布了《莫雷尔法案》，为社区学院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20世纪初，建立了第一所真正

意义上的社区学院，覆盖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等各种内容，其中各类职业培训课程覆盖了家政、机械维修、手工

制作、服装设计与裁剪、理财、法律、保健等社会就业急需的技能。

1946年，日本开始成立公民馆，半个世纪后，公民馆已经在日本普及，成为社区学习活动场所：开设各种内

容的定期讲座；举办讨论会、讲习会、讲演会、实习会、展览会等；配备各种图书和资料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

补习。

美国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的发展还得到各行业的支持，包括银行、企业、艺术机构、地方政府等。一些机构

将自己的美术室、音乐厅、健身房、电影院、剧场无偿或打折供社区使用。如美国切维切斯银行在社区内建办公

大楼时，社区与它达成协议，地方政府在建筑用地上给予银行优惠，银行在建大楼的同时建一座能容纳 450 人

的剧院租给社区使用，每年只向社区收取 1美元的象征性租金。企业等社会机构的捐款和赞助则使他们得到

好名声，在社区树立良好公众形象。如一些社区的意大利饭店，每周举行意大利红酒品尝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深受居民欢迎，也为饭店赢来更多的顾客。这种企业与居民间的互动，推动了社区文化活动发展，也为企业带

来商机形成“双赢”。

国外社区科普实例

经过 20 多年努力，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50%，

但仍有约2.7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但没有安家，同

时已在城镇安家的部分转移人员存在生存困难、生活

不适应、认同感不高等各种问题，这种“人的城镇化”远

远低于城镇化率的现状，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和隐患。

科普工作该怎样助力“人的城镇化”？作为城镇

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如何发挥自身特点为“人的城镇

化”服务？近日记者随中国科协农村和少数民族专委

会及科普专委会调研组赴广东调研。看看那里的社

区科普和城镇化工作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人的城镇化”暗藏隐忧 社区科普责无旁贷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珠浦社区，是濠江区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社区，辖区面积 10平方公里。社区现

有人口20992人，其中农业人口转为非农的有4330人。

珠浦社区拥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年创工业产值

上亿元，企业吸纳了居住在社区的农村居民，是典型的

村转居社区，珠浦社区通过“公司+农户”的生产组织

形式，吸收农民土地入股，不断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和

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一方面通过开展科普培训，不

断提升居民的职业技能，实现劳务输出和外来打工人

员的双向流动，增加进城人员的就业创业机会，使他们

真正实现从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另一方面，适应产业结

构变化的需要，培养新型技能型人才，促进城镇产业结

构调整，推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农村转移人口是目前人的城镇化最主要的人群，

他们受教育水平相对低，只能适应简单的体力劳动，

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难以在城镇长期发展。“通过

大量多层次的科普工作，不仅加强科技知识和劳动技

能培训，提高村转居人员的职业技能，而且不断改善

进城人员的生活观念，提升其市民意识。这大概是科

普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任务。”中

国科普研究所郑念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此外，农村转移人口之前在农村生活，深受农村

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及风俗习惯等影响，进城之后，往

往是人进了城，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并

没有进城。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社会认

知水平与真正的市民相比有一定偏离，见识和视野不

够开阔，缺乏自信心和归属感。这样很容易与本来居

住在城市的居民产生矛盾。因此在科学健康的生活

方式、科学理性对待身边的各种问题等方面的科普工

作也亟待跟进。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

南曾对媒体表示，对农村转移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

的城镇化，只有工资和社保是不够的。他说，当今农民

工群体中，80后约占60%。这部分农民工对工作、生活

的追求明显不同于50后、60后、70后的农民工，他们更

在意得到所在单位、领导的信任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尊

重，更看重自身今后的发展前景，更盼望能够融入城

市，像城市的80后青年们一样工作和生活。就这部分

农民工来说，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上社保等已经远远

不够了。只有把培训、住宿、业余生活等逐步改善，并

给出今后发展的前景，才能满足他们融入城市的需要，

才能更好地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新闻缘起——
促进“人的城镇化”，科普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

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集中地有两个：企业和

社区。企业无疑应该是农村转移人口接受科普和培

训的重要来源，但目前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

家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是其在城市的定居，

而其定居的前提则是在城市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迄今为止，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就业的不

稳定。在浙江的调研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

年换工作 0.45次，很少有农民工能够在同一企业工作

两年以上。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与农民工签订正式

用工合同的比例很低。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也使企业

缺乏提升员工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动机，而这使农民工

更加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

这种状况下，农村转移人口居住的社区能做什

么？调研组在广东省潮州市庵埠镇仙乔社区看到了

社区这一基层组织在提高社区居民科学素质方面做

出的尝试。

仙乔社区辖区范围内有 7个自然村，辖区面积约

6.12平方公里，户籍居民 2563户，人口 10245人，流动

人口近 2 万人，学校 7 所，企业 45 家，科普志愿者 32

人。社区围绕提高社区居民科学素质和增强居民幸福

感这一目标，积极开展创建科普示范社区工作，通过推

动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楼宇等工作，不仅把科普知

识传递到广大住户家中，而且使广大居民上下联动，加

入到科普队伍中来。通过开展社区联动的科普活动，

一方面通过“小手带大手”的方式，让学生带动家长，提

高家长对城镇生活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科普宣传

册、科普画廊、科普短信等形式对这些居民进行宣传和

教育，树立他们对城镇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用这

种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社区科普

文化活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培养社会认同感。

现在，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多能做到垃圾分袋、正

确使用家用电器和安全用火、用电，懂得了科学生活，

通过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和科普进社区活动，社区

居民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科学

文明，积极向上。

——核心关注——
社区成为科普主要阵地

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庞大，在 2012年底就达

到了 2.7 亿人，这一数字还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进一

步增加。按照发达国家城镇化率 75%的情况计算，我

国还将转移农民 3亿以上。

村转居的城镇社区往往是楼房盖起来了，但大量

的社会公益性服务工作没有跟上，尤其是科学生产、

科学生活等和居民息息相关的科普工作没有跟上。

据中国科协的随机抽查显示，科普内容和活动丰富、

科普工作扎实的农村转移人口聚居社区，基本没有群

众做出诸如抢盐、抢板蓝根等愚昧无知的行为和群众

性非法聚集等情况。这部分人群相对从事的工作技

术含量、薪资待遇相对也更高。相反，没有开展科普

工作的农村转移人口聚居地方，容易出现群体性职业

病、闹事等各种问题。郑念认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

做好社区科普工作，使科普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

尤其是针对农村转移人群开展科普工作，解决职业、

身份和意识一起城镇化问题非常必要、非常重要和紧

迫，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2013 年起，中国科协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社区

科普益民计划”，以奖代补，鼓励社区为科普增加

投入，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推动作用。从更

长远的角度来看，调研组建议，在城镇化建设中，

应把科普作为“人的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列

入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扎实

推进。进一步加大对科普经费和设施的投入，完

善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科普

工作的考核，把农村转移人口科学素质作为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对地方政府的

考核指标，切实把“人的城镇化”建设中人的科学

素质建设落到实处。

——观点声音——
科普应列入城镇化建设规划

■延伸阅读


